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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生活·阅读

日前，地处庆元县境之东厢且与福建

寿宁县接壤的左溪镇青竹村两委，以及本

村文人雅士们通力合作、精心编辑出版的

《青竹故事》一书，带给我如何以“乡土文

化”激发艺术创新的思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

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

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由此足

见，文化建设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要性。乡土文化特别是像既有着百年

人文历史底蕴和美丽传奇，又连接浙南闽

东横跨武夷山余脉之洞宫山双苗尖山麓

的青竹村，作为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与

百姓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时代需要思

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的乡土文化

精品。

一日午后，我收到《青竹故事》主编毛

茂丰先生托昌成兄带来的新书。翻开散

发着翰墨芬芳的扉页目录内文，我满心欢

喜。《青竹故事》以 5辑 76篇，全景式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青竹村民及其村庄的精神

面貌变迁，热情歌颂青竹广大村民在党的

领导下开拓创新，奔向幸福小康生活的辉

煌历程。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青竹十

景》，美丽乡愁、人文荟萃的《老屋·村

庄》，天真烂漫、英雄少年的《童年杂记》，

民风淳朴、智慧人生的《渐行渐远的劳作

与游戏》，神乎其神、莞尔一笑的《猪的故

事》等等都充满朝气蓬勃的力量。挖掘村

庄的深度和对人物的熟悉程度，决定了文

章的深度。在此书的文章中，我深深体会

到这个道理。

我一直认为，一个作者唯有掌握写作

语言的运用方法，才能处理好文章组合

中，“章”与“节”的关系、修辞手法与表现

手法的关系、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关

系，并藉此提高艺术表现力。在当下将感

知生活深处的时代温度作为一句流行词

汇时，《青竹故事》就是一部深入生活，深

入了解当地民众，长期深扎在一个村庄，

并在长期积累和不断深耕中解读、传承乡

土文化的典型。

解读和传承乡土文化既无须面面俱

到，也不仅是了解三五个老人则可。只有

乡土的“气息”浓郁，才能比较和选择，才

能集中和创造典型，这样的作品才有生命

力。《青竹故事》达到了既定目标与要求。

我以为作者深入生活，需要细心观察、认

真研究，敏捷发现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

然的关系等，这样的作品才有乡土文化的

清幽味道与芬芳气息。

《青竹故事》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青

竹村史”。风光旖旎、上善若水的 600 年

青竹村庄及村民早已载入史册，相信此次

《青竹故事》出版发行必将大放异彩并产

生深远影响，新时期的青竹也必将迎来

“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

纪”。

无论大小题材，只要其作品入脑入心

都会受到读者青睐。感人的文章，来源于

生活；良好的社会效果，必定来自作者的

社会责任感和编者艰辛的艺术加工。这

就是我对《青竹故事》的一些感想和思考。

■ 读书札记

用乡土文化激发乡村振兴
——读《青竹故事》

吴永飞（庆元）

初读《活着》，是中学时代，觉得这

是本好书，读着很顺畅，感慨着余华笔

下的精彩。虽在福贵一生跌宕起伏的

故事里走了一遭，脑里没留下太多。末

了，在本子里记下了“少年去游荡，中年

想掘藏，晚年做和尚”这样的文字。只

此而已。

再读《活着》，已是中年，本想着平

静地重温这个故事，看完竟一夜未眠。

看似是一个人物的影像，其实却能

在书中看到一个时代的人物群像。在

那个特殊的年代，福贵式的悲剧人物多

如牛毛，他们愚昧、隐忍、坚强、勤劳，他

们被时代洪流裹挟着无法喘息，唯有努

力活下来才能活下去。

许是做了父亲，当读到福贵儿子友

庆献血而死、女儿凤霞难产而死的描述

片段，呼吸竟急促到泪水涌出。“那天晚

上我抱着有庆往家走，走走停停，停停

走走，抱累了就把儿子放在背脊上，一

放到背脊上心里就发慌，又把他重新抱

到了前面，我不能不看着儿子。”余华看

似沉重冷静的描述却字字见血，福贵的

悲痛溢出书本，直抵人心。竟不自觉地

走到女儿儿子的床边，看着他们酣睡着

的，微笑着的脸，方才舒缓内心之乱。

余华书中有这么一句：只要一家人

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

福贵说这话，是在经历了荒诞，慌乱，迷

惘，绝望之后，或许他自己也不明白，为

什么会在一瞬间怀念那个从不曾在意

的地方，怀念那些从不在意的人。福贵

如此，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海海人生，

浮华世界里，常常不自觉忘记自己身该

归何处，心该向何处。

然后，说“活着”。“我听到了一首美

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

了一生的苦难，家人先他而去，而他依

然 友 好 地 对 待 世 界 ，没 有 一 句 抱 怨 的

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一

篇这样的小说，就是《活着》。”余华在序

言里这样写道。福贵的一生是告别的

一生，和母亲，和妻子，和孩子……当他

回 顾 自 己 的 一 生 ，诉 说 这 些 告 别 的 时

候，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色，竟分不清

是悲伤，还是欣慰，或是其他。其实有

那么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明白，人

活着，就是在重复着告别的故事，与学

校告别，与朋友告别，与亲人告别，与身

外之物告别，等你告别所有人和事后，

最终和自己告别。那么想来，现时我们

经历的是措手不及的幸福喜悦，亦或是

无可告人的艰辛苦难，都将因为在时间

流过去，被我们一一遗忘，只留下一些

结果，至于结果，对现时的我们毫发无

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强、友好面

对这个世界，然后活着。

阅读《活着》的过程，便是品味人生

疾 苦 的 过 程 ，便 是 体 验 生 命 柔 韧 的 过

程，便是看见命运和岁月不动声色力量

的过程，这些体验或多或少能消除现今

的焦躁和现今的浮华。

■ 读后有感

夜读《活着》
木果爸爸（莲都）

“只要一家人天天
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
么福分了。”

■ 新书速递

《赛雷三分钟漫画中国史4》
一本书吃透两宋三百年

历史！超立体，超生动，超涨

知识！10000000 人都在看的

“超萌赛雷”历时两年，精心

绘制的漫画中国历史系列第

四本爆笑来袭！

“赛雷三分钟漫画中国

史”第四本主要讲述北宋和南

宋三百年历史，它最突出的地

方就在于用赛雷漫画的幽默

风格按时间线索将中国历史

讲述出来，让读者在哈哈大笑

中 知 晓 中 国 历 史 的 发 展 脉

络。这是一本你看完就想推

荐给身边人的漫画中国史作

品。

《某某》
十七岁那年，蝉鸣声响，

白马梧桐。

十七岁少年，轻狂奔跑，

仲夏荒原。他们发着光，也

流 着 汗 。 他 们 无 坚 不 摧 ，

也，烈日骄阳，并肩穿行。

长风吹过，野草连天。

盛望转到附中，就和江添“不

打不相识”。让他感到魔幻

的是，江添当晚就被认证为

他哥。

在盛望捍卫面子和领土

的过程中，一段嚣张恣意的

人生就此开启，两人也从一

开始的不对付到后来的惺惺

相惜。本以为这段时光只是

生命中短暂的一程，直到他

们成为了彼此不可或缺的某

某……

《青竹故事》就是一
部深入生活，深入了解
当地民众，长期深扎在
一个村庄，并在长期积
累和不断深耕中解读、
传承乡土文化的典型。


